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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認  證  專  欄  認  證  專  欄       

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即將於99學

年度邁入第七年，也就是第二個六年的

週期。經過幾年來的執行，國內大多數的

工程教育系所皆已參與IEET認證，而IEET

的認證機制也臻於成熟。IEET認證代表的

不僅是國際化的教學認可制度，更是一股

促進系所無間斷持續改進的力量，以創造

更精進的教育環境及培育更優質的工程專

業人才。在這「持續改進」的精神下，當

IEET認證進入第二週期時，受認證系所便

須開始展現持續改進的成效。

第二週期認證  

系所須呈現確實的改善成果  

「持續改進」是為貫穿 IEET認證規範

AC2004+的核心價值，以下規範更明確地

將此一精神列為要求項目：

●規範1.4：須具備有效的評估方式，

以確保教育目標之達成。

●規範3.2：學系須提供自我評量過程

及具體成果，以及持續改善的計畫和落實

的成果。

IEET認證團於審查過程中，不僅須瞭解

受認證系所的持續改善機制內容，更要

求看到系所對此一機制的落實成果。對於

初參與認證系所，IEET基本上採輔導的立

場，透過AC2004+認證規範的要求，促其

建立合理的自評及改善機制。對於已進入

期中審查或第二週期的系所，若希望維持

認證有效，便須讓IEET認證團看到確實的

改善成果。

值得欣慰的是，大多數參與IEET認證的

系所皆能認同此一核心價值，並確實提

出執行佐證。然而，近幾年來IEET也開始

觀察到一些警訊。部分系所視IEET認證為

「一時」的工作，一旦通過初期認證，便

停頓下來。有些系所也因新上任主管不清

楚或不在乎，以致於認證工作無能持續。

這些負面情況將有可能導致系所認證終

止，並進而影響其畢業生受國際認定的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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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，因此受認證系所應多加留意。

建立雙迴圈持續改進機制

「持續改善」所要求的不外乎是系所在

執行自我評估及IEET認證後，對於發現的

弱點積極進行相關改善。例如，系所瞭解

學生在「工程倫理」或「與不同領域人員

協調整合」之能力上較弱，可以藉由開立

並要求學生修習工程倫理課程或參與跨領

域研究計畫以強化相關能力。系所並透過

學習評量，瞭解改善的成效。

又如，系所透過定期校友及雇主的問

卷調查發現，畢業生的表現整體上與系所

訂定之教育目標有所差距，因此藉由系所

務會議及諮詢委員會修正系所教育目標，

使其更符合現實且合理可行。系所通常

將這一系列工作稱之為「迴圈」，並有以

系／所務會議為主體的內部迴圈及諮詢委

員會為主體的外部迴圈，或所謂小迴圈、

大迴圈。這些迴圈的循環工作與產業界品

質管理過程所常使用的PDCA（Plan-Do-

Check-Action；計畫－執行－查核－處

置）或DMAIC（Define-Measure-Analyze-

Improve-Control；定義－測量－分析－改

善－控制）概念相符。

「持續改善」的佐證為何？佐證可以

是課程修改、系所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修

改、增聘教師或增設設備空間等。與系所

相關人士，如教師、學生、家長、校友、

諮詢委員會成員、雇主等溝通系所相關

的改變，也應列為持續改進工作的佐證。

簡而言之，系所善用收集的資料，積極改

善，且與系所相關人士保持良好的溝通，

並將執行認證迴圈的歷程做好記錄，便是

完整具體的持續改善佐證。

IEET認證影響工程教育發展的方向

99學年度開始，IEET通過認證系所將陸

續進入第二週期。經過六年的洗禮，系所

對於認證的瞭解及準備應漸趨成熟，對於

認證的核心價值－持續改進，也應有更深

入的認同。而IEET認證對系所的影響也逐

步展現，不僅系所紛紛建立教育目標及專

業核心能力，收集學生學習歷程檔案，且

教師們也開始就其系所的課程內容進行討

論及協調。另外，系所也終於有了動力進

行校友調查，校方也的確因應認證結果，

投以資源協助系所改善。這些工作都是執

行認證的成果，也是我國工程教育得以改

善的方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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